
今年为何重点关注食品安全？

中国每年 9400万人患食源性疾病

世卫组织每年会选定一个重点领域
作为当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 今年确定
为“食品安全”。

对此世卫组织强调， 不安全食品每
年导致全球数百万人致病、 死亡。

2011

年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每年有
9400

万人
患上细菌性食源性疾病， 其中约

340

万

人因此住院，超过
8500

人死亡。 这是一
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世卫组织特别指出， 大部分食源性
疾病事件的发生是在家中、 食品服务机
构或市场中不正确制备或不当处理食品
而导致的。因此，所有食品处理者和消费
者应采取基本的措施。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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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手机扫描上面的二维码， 或者搜
索微信公众号“美食信阳”， 微信号
“

meishixinyang

”关注我们吧！我们这里不仅
有信阳餐饮、酒水行业的最新新闻动态，而
且还将为您提供各种关于美食和健康的资
讯，为您红红火火的幸福生活“添油加醋”！

亲，记得关注我们的内容，并将其分享到您
的圈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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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啦！

让休闲食品更安全

调味面制品等休闲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座谈会在郑州召开
4

月
9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调味面
制品（俗称“辣条”）等休闲食品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座谈会， 研究加
强调味面制品等休闲食品质量安
全监管工作。 总局副局长滕佳材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近年，各级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调味面制品
等休闲食品质量安全监管， 部分
省（市）制定了地方标准，加强企
业质量安全监管， 严厉打击违法
违规行为， 进一步规范了调味面
制品等休闲食品行业， 促进了行
业发展。 但还存在企业水平参差
不齐，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
加剂，产品标准不统一，标签标识
混乱， 产品质量不高及相关监管
制度建设滞后等问题。

滕佳材在讲话时指出， 调味面
制品等休闲食品行业发展迅速，主
要在学校周边、 农贸市场等区域销
售， 主要消费人群是青少年儿童特
别是中小学生， 各地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要从保护广大青少年儿童健康
的角度， 高度重视调味面制品等休
闲食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作为
重点食品品种加强重点监管和综合
治理。

滕佳材要求， 各地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一要全面开展清查摸
底， 掌握调味面制品等休闲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基本情况和存在的
问题；二要严格生产许可，提高准
入门槛，规范产品标签标识；三要
开展一次专项整治， 针对生产集

中区域进行专项治理， 对校园周
边和批发市场组织专项检查，坚
决查处生产经营不合格食品违法
行为；四要加大抽检监测力度，要
实现生产企业全覆盖、 校园周边
全覆盖， 各地要加强抽检信息的
沟通； 五要做好监管执法信息公
示，及时公布监督抽检、执法检查
和案件查办等信息， 充分发挥社
会舆论监督作用； 六要发挥行业
协会的作用， 引导企业改进生产
工艺，提高产品标准，规范经营行
为，提升产品品质；七要加强风险
交流，及时发布消费提示，特别是
针对调味面制品等休闲食品的消
费特点，要会同教育部门，开展一
次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 加强对
中小学生面对面的宣传， 教育引
导中小学生树立食品安全意识，

倡导健康饮食习惯， 拒绝不安全
和不健康的食品。

总局食品安全监管一司、食
品安全监管二司、 食品安全监管
三司有关负责同志，部分省（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
管工作的分管领导和处室负责
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相关行业协会及检验机构的同志
参加了座谈会。

滕佳材还深入郑州、 漯河等
地调味面制品等休闲食品、 肉制
品企业和食品产业集聚区调研，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食品安全监
管情况。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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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晚报》美食版服务平台已开启，以后的日子里，让我们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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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不削皮 后果很严重

世卫组织针对中国发建议，农残超标的风险
严重，对根块类蔬菜和水果要彻底削皮

世界卫生组织在上周“世界卫生日”

发布“食品安全五大要点”，指导所有经
手食品的人如何降低不安全食品的风
险，包括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做熟、保持
食物的安全温度、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

此外，世卫组织还针对中国建议，对

根块类蔬菜和水果要彻底削皮， 对叶菜
和水果要用安全的水浸洗。

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小建议。 是否削
皮在过去也一直有不小的困扰和争议。

一些专家为， 果皮中富含维生素
C

、果
胶、纤维素、抗氧化物质，对人体健康有
益，削掉不用未免浪费。像“凉拌萝卜皮”

作为经典的中国凉菜已有多年食用历
史， 很多人不舍得将富含营养的果皮或
蔬菜皮丢掉。

但世卫组织
4

月
9

日在接受《新京
报》记者采访时明确回应称，一些农残超
标的现象使得蔬菜和水果表皮中存在农
残含量超标的风险， 不削皮直接食用将
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

世卫组织为啥对中国建议“削皮”？

果皮农残严重且难以清除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指
出，食品安全起始于农场。 “威胁到中国
食品安全的一个很大因素是污染物导致
的化学污染、农药杀虫剂、畜牧业的兽药
残留等。 ”

“中国政府正在一步步解决这些问
题。这些挑战不容易应对，也不可能一蹴
而就。 ”施贺德博士说。

对生食萝卜皮等根块类蔬菜或水果
果皮的习惯，世卫组织

4

月
9

日接受《新
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近几十年来，

中国食品生产过程中的人工化学制剂和
杀虫剂使用量不断增加， 一些证据显示
施用量普遍超出推荐剂量， 从而增加了

水果和蔬菜表皮中农药残留的可能性。

直接食用含有农药残留的蔬菜或果皮会
对健康造成伤害。

而且“有时清洗并不能保证清除掉
留存在蔬菜或水果表皮上的细菌或化学
物质， 因此食用前削掉外皮是有意义
的”，世卫组织向记者强调。

对农残超标现象， 中国农业大学食
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倒没
这么悲观：“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从正
规超市买的蔬菜和水果， 质量还是有保
证的”，但在一些小城镇或农村，农残超
标可能比较严重。 “虽然有些浪费，为安
全起见，还是把皮削掉比较放心。 ”

不削皮可能带来哪些危害？

轻则过敏重则伤肝

世卫组织指出，化肥污染、农药污染
和畜牧业的兽药残留物等仍然是威胁食
品安全的主要因素。 农业中过量使用或
不当使用抗生素还可能导致耐药性的细
菌通过食用传给人。

中山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副所长蒋
卓勤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果皮中有农药残留、 寄生虫或其他有毒
物质影响健康。

长期食用未清洗干净的水果，可
能导致身体里的有毒物质累积增
加，轻则出现呕吐、腹泻、厌食、胸
闷、皮肤过敏等反应，重则会损伤胃
肠及肝脏。


